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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强大的“铁甲巨兽”，也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
踵”。当大兵器遇上小动物，究竟谁更“技高一筹”呢？

配备先进陆基“宙斯盾”系统的军事基地不断遭遇
“敌人”骚扰怎么办？没办法，美军也很头疼。这不，美军
如今正在为一起“羊官司”与罗马尼亚当地牧羊人“缠斗”。

为防御北约成员国可能遭遇的导弹袭击，2013年美军耗
费数亿美元在罗马尼亚南部德韦塞卢小镇兴建反导基地。岂
料基地周边茂盛的青草引来麻烦：羊群频频光顾安装了敏感
安全传感器的美军基地，在享受“饕餮盛宴”的同时不断碰
到基地围栏并引发警报，搞得基地每天为“羊来了”头疼不
已。

一方面，牧羊人早在 2007年就买下了基地旁边的地，
建羊圈放羊，理直气壮；另一方面，政府又不能让“来保
护欧洲”的美军基地搬走。这对“冤家”只能对簿公堂，
持续了3年之久的官司已经上诉到罗马尼亚最高法院。

如果说“羊来了”还有些“萌萌”的喜感，那“鼠来
了”可就全是祸害。前不久，美国海军最新型驱逐舰“朱
姆沃尔特”号放出了一系列“写真照”。其中一张照片
上，“朱姆沃尔特”号舷侧一道缆绳上，竟然出现一个印
有“DDG1000”的神秘挡板。其实，这个挡板就是典型的
挡鼠板，因为再“牛”的军舰，也怕老鼠！

从风帆时代开始，各国海军与“老鼠”的斗争就从未
停止。大洋上的“鼠贼王”不仅会偷吃和污染食物，还会
破坏船只结构、电缆和绳索，更要命的是会传染疾病。这
也难怪养猫成了当时海军的传统。当然，老鼠必须得等军
舰在岸边停泊后才能进入。为防止老鼠沿着缆绳直奔军
舰，各国海军都会在缆绳上加装挡鼠板。除非老鼠会“耍
杂技”，不然想上舰就“没门”！

要说航母和大型军舰究竟最怕什么，还轮不上反舰导

弹！航母的头号“克星”竟然是柔软的水母。现代舰船的
冷却系统需要吸入海水，一旦大量“随波逐流”的水母被
吸入舰船的进水口，容易造成冷却系统堵塞甚至是发动机
过热，舰船就不得不停机。虽然军舰在设计过程中多会安
装过滤器等“防水母”设施，但也并不意味着就此能高枕
无忧。

美国“里根”号航母在访问澳大利亚时，就出现了动
力系统暂时失灵的情况，经查发现，原来水循环管道早已
被水母堵得结结实实。为此，美国海军不得不耗费数天时
间清理管道与过滤器里的水母。大兵器又一次在小动物面
前“败下阵来”。

不光是水母，军舰每次出航时都会遇上许多“搭顺风
车”的“旅客”。如果不定期清理这些附着在船壳上的海
洋动植物，军舰航行速度就会被“拖累”，时间久了也会
腐蚀船体。据统计，各国海军每年都要支出数亿美元的额
外费用专门清理这些“逃票”的“旅客”。军舰底部涂的
都是含有毒性物质的特殊涂料，这也是应对海洋动植物的
“无奈之举”！

平日里最常见的兵器与动物的“对决”，当属小鸟与
飞机的“恩怨情仇”。面对“愤怒的小鸟”，就算战斗机都
要“发抖”。实验数据表明，机鸟相撞时，小鸟对于飞机
就相当于一枚迎面而来的炮弹，一般的飞机材料都经受不
住如此大的撞击力度。如果小鸟被吸进发动机，撞到高速
旋转的风扇叶片上，也相当于一辆小轿车高速撞向一道坚
固的围墙。尤其是风扇叶片被击断后，碎片会随着气流向
后甩入发动机内部，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为防止战机的“命门”被小鸟误打误撞，机场附近都
会配有驱鸟车、仿真人、捕鸟网等驱鸟设施，人们甚至放
飞驯养的老鹰来吓走小鸟。

提及近年来“飞犬”们的“进退走留”，
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受俄罗斯新北极战略的召唤，“冬眠”
近二十年的“猎狐犬”米格-31 战机悄然
“苏醒”，俨然焕发第二春。高纬度地区，
是猎狐犬的天下，这种速度快、体形瘦的
大型猎犬能适应北极圈寒冷的气候。“猎
狐犬”米格-31也是目前俄罗斯空天军在
北极地区巡航的主力战机。
“猎狐犬”并不擅长空中“狗斗”，它是米

高扬设计局于上世纪70年代研发的一款全
天候高空高速截击机，主要用于拦截进入领
空的敌方战机。曾经的“3马赫怪兽”在冷
战的天空留下了许多传奇，其中最让人津津
乐道的便是“猎狐犬”曾咬住了美国“黑鸟”
侦察机的传说。如今“猎狐犬”仍在服役，而
“黑鸟”早已解甲归田。

时至今日，在风头正劲的隐身战机面
前，1994年就停产的“猎狐犬”略显老旧。
不过，作为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现役截击

机，其强大的远距空空作战能力与令人咋
舌的动力性能依然令人生畏。为了支撑
新北极战略计划，俄方已经对“猎狐犬”进
行了升级延寿。通过现代化改装，“猎狐
犬”在航电、火控等方面有了大幅提升，其
相控阵雷达最大探测距离更是达到了 240
千米。此外，其机身与动力系统也得到了
全面翻修，性能有望回归巅峰，更适合部
署在条件恶劣的极地机场。

重新得到重用的“猎狐犬”除了要干截
击高空高速目标的老本行，还拓展了新职
能—为图-95“熊”式战略轰炸机“护驾”。

据悉，随着俄罗斯提高北方战略安全
和维护北极利益的需求日益迫切，俄军计
划采购约百架新“猎狐犬”，至少服役到

2030年。
相比俄罗斯“猎狐犬”重振雄风的指

日可待，愁容不展的美国“灰狗”就没那么
幸运了。

作为世界上脚程最快的犬类，灰狗
（亦称格力犬）的速度可达 60千米/小时
以上。美国海军的 C-2“灰狗”运输机
虽然长得胖乎乎的，不过速度也有 635
千米/小时。“灰狗”的主要任务是为海
上的航母运送零部件、人员和邮件。虽
然客货两用的“灰狗”舱内脏兮兮、油
乎乎，非常拥挤，但作为目前世界上绝
无仅有的一款可以在航母上阻拦着陆和
弹射起飞的舰载固定翼运输机，人家任
劳任怨一干就是五十多年。

美军对“灰狗”也是既盼望又厌烦。一
方面迫切需要“灰狗”为航母送“快递”, 特
别是飞机发动机等配件；另一方面，又嫌弃
它过于老旧，乘坐体验度差、故障率高，运营
成本高。连自家的飞行员们都戏称自己是
“运狗屎”的家伙。“灰狗”任务多，飞得勤，故
障多，真是累得像条疲于奔命的老狗。

2017年 11月，一架“灰狗”在准备
降落航母的过程中坠海，直到今年1月才
从 5600米的深海找到“尸体”。据美国海
军官员透露，目前，三十多架“灰狗”
中只有9架可以飞行。美军正考虑从2028
年开始退役“灰狗”，它的职能逐渐被其
他更先进的“多面手”覆盖，例如预计
2020年上舰的 V-22“鱼鹰”。目前，在
亚太地区美军需要更多的“万金油”型
装备，以应对更加复杂的多边局势。

总而言之，“飞犬”们各为其主，争
雄斗胜，谁能得势，还得看“主人”下
什么棋。

“飞犬”各为其主，命运大相径庭

在比利时陆军第五轻步兵营的战术
演习场上，几条动作迅猛、外形霸气的
“野狗”成了全场的焦点。当然，这些
“野狗”并不是真狗，而是一款性能优异
的装甲车——“澳洲野狗”。

别看澳洲野狗长得有些像看家的“大
黄”，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土狗，但它却是
澳洲最强猎食者，纵横于热带森林、草原、
沙漠、高原等各种环境中，适应能力强，运
动、速度和耐力都极优秀。车如其名，“澳
洲野狗”装甲车不仅有着超过 90千米/小
时的最高速度和 1000 千米的最大行程，
还有着野狗般“抗造”的皮肤与极强的环

境适应能力。
“澳洲野狗”是一款全防护车，车内机

枪操纵位也有全面保护，有效保证了乘员
生命安全；可调压轮胎与可调轴距，令其
可以适应各种复杂地形与路况；新配备的
轻型遥控武器站，更是能满足全天候作战
的需求；车身红外信号特征有所降低，具
备了一定隐身性能。

能拥有如此出色的性能，主要得益于
它从前辈第一代“澳洲野狗”身上“讨”
来的“进化”经验。1999年德国成功研
制出第一代“澳洲野狗”轮式全防护车，
装备德国陆军。随后，这些车辆被部署到
巴尔干地区和阿富汗，用于执行运输、侦
察、指挥控制、救护、导弹发射等多种任
务。阿富汗战场上，武装分子常使用路边

炸弹对各类装甲车辆实施破坏。在实战
中，“澳洲野狗”的底盘与侧甲常常因此
遭到损坏。后来，研发人员便为第二代
“澳洲野狗”换装了更为坚固的奔驰
U-5000底盘。不久后，第二代“澳洲野
狗”以全新的面貌卷土重来，引得多国军
队将其招入麾下，成为士兵身边最可靠的
伙伴。

如今，反馈式生产模式已成为装备研
发的潮流。这样的“进化”模式不仅可以
解决部分用户对装备需求的燃眉之急，还
可以紧密跟随战场情况变化，解决装备
“水土不服”的问题。

“野狗”潜心进化，欲炼钢筋铁骨

看上去像匹狼，实际上却是一只来自
西伯利亚的狗。近年来，哈士奇活力充沛、
英俊潇洒的雪橇犬形象正一步步被网络表
情包“颠覆”，“二哈”的昵称也不胫而走。

俄罗斯媒体近期披露，其第五代多
功能核潜艇“哈士奇”级的外形已确
定，预计于 2018 年完成初步设计，建
造计划将列入俄联邦 《2018-2025 年国
家计划武器装备》中。虽然这款“大杀
器”的名字很容易让公众联想到萌萌的
“二哈”，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它
“温柔”的外表下蕴藏着难以想象的巨

大能量。
兼具攻击型核潜艇与巡航导弹型核

潜艇双重能力，是“哈士奇”级的最大
特色。在世界范围内，其艏艉分段通用
化设计还是首创，这种“一级两型”的
设计成熟后也将用于下一代的弹道导弹
核潜艇研制。“哈士奇”级还是一个不

折不扣的“水下武器库”，可发射鱼
雷、巡航导弹、防空导弹、弹道导弹等
多种武器。与战力极强但造价高昂的第
四代“亚森”级攻击核潜艇相比，“哈
士奇”级就接地气多了。这种“物美价
廉”的模块化一体设计适于量产，既可
以满足俄罗斯军方未来的战场需求，又

可为克里姆林宫省下大笔银子。
据俄方官员透露，“哈士奇”级将装备

“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
弹虽然还未服役，但其最大 8马赫的飞行
速度早已声名远扬，突防能力不言而喻。
值得一提的是，“哈士奇”级还将装备可
“上天入地”的机器人，这些无人潜航器和
潜射无人机协同行动，将大幅拓展潜艇执
行任务的多样性。

未来，作为俄罗斯海军的中流砥柱，
“哈士奇”级核潜艇将成为影响国际局势
与地区安全稳定的重量级砝码。

“二哈”华丽转身，涌动深蓝雄心

特别策划

“犬氏”兵器大集合
■王柯鳗 王 超

美国AGM-28“大猎犬”巡航导弹：

“大猎犬”机载导弹实际是一种喷气式飞

行器，装有400万吨当量核弹头。该导

弹的研发仅用了30个月，却从未被用于

实战。

美国AGM-12“小斗犬”空地导弹：

美国第一代战术地空导弹，也是世界上

第一种全天候中程、中低空舰载防空武

器系统。

英国MK1/2“警犬”防空导弹：上世

纪50年代，“警犬”导弹横空出世，这种

要地防空武器系统主要用于对付高空高

速飞机。

“猎犬”无人侦察机：“猎犬”无人

机活动半径大，续航时间长，且成功执

行过数百次侦察、监视和目标截获任

务，升级后还将具备投射精确制导武器

的能力。

英国“斗牛犬”教练机: 2001年，英

国皇家空军最后一架“斗牛犬”教练机退

役。该型教练机产量不大，却曾在十多

个国家和地区服役。

苏联米-4“猎狗”直升机：上世纪50

年代，苏联研发的米-4多用途直升机打

破了当时的多项直升机世界纪录，大量

装备苏联海空军。北约代号为“猎狗”的

这款直升机，曾称霸低空多年，也是中国

直-5直升机的原型。

M8“灰狗”轮式装甲车：原本作为一

种轻型坦克歼击车来设计的“灰狗”，改

行成为轮式装甲侦察车后，37毫米口径

火炮的火力显得游刃有余，也填补了美

制轮式装甲侦察车的空白。

英国“赛犬”A式坦克：尽管“赛犬”A

式坦克只装备了4挺“霍奇基斯”机枪，

却凭借跑得快的优点，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为英国陆军立下汗马功劳。

美国M41“沃克猛犬”轻型坦克：朝

鲜战争中，在中朝军队联合打击下吃尽

苦头的“沃克猛犬”坦克热销到二十多个

国家和地区，至今仍有用户使用。

“斗牛犬”转轮手枪:作为微型个人

自卫武器的“元老”，“斗牛犬”给人们留

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曾被用于暗杀美国

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

兵器广角

徐大桥绘

狗亦称犬，是人类驯化最早的家畜之一，也是人类战争史上最
早介入战争的家畜之一。千百年来，“神犬奇兵”在战场上发挥着
独特的作用。

现代战争中，侦察通信、巡逻警卫、搜救排爆等军犬的传统优
势领域渐渐被高科技的信息化装备所替代。不过，为了表达人类

对狗的喜爱和依赖，很多武器装备仍用“狗”或“犬”等字眼来命
名。它们上天入地下海，各显神通，争雄斗胜，身怀绝技，发展出兵
器家族中的一股“生猛”力量。

新春来临之际，请随我们盘点现代兵器谱中“属狗”的那些厉
害角色，在品味“犬氏”装备的同时，抢鲜解锁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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